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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扩大交流和共识（代序）李宇明海峡两岸，同种同文。
因时空阻隔及其他一些因素，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一些分歧。
这些分歧，影响到两岸的信息沟通，并进而影响到全世界华人社区的交际，也不利于汉语的国际传播
。
在世界一体化、信息化的今天，应积极探讨减少这些分歧的途径。
语言分歧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应通过对照来明了差异，避免误解。
语言分歧以专有名词为最突出，如人名、地名、机构名和科技术语等。
比如世界上的国家名和首都名，两岸的差异就相当显著。
专有名词的分歧，主要源自翻译的方式方法上；若能有翻译的协调机制，协商统一的翻译原则，梳理
已有译名，新译之时及早协调，分歧就会大大降低。
汉字简繁是两岸语文生活的一大问题。
简繁分歧难以轻易消除，孰优孰劣的争论似乎也 &ldquo;于实无补 &rdquo;。
现实的做法是，在相互尊重书写、印刷习惯的同时，提倡相互识认。
由繁识简不难，由简识繁也不太难。
另应研制高精度的简繁汉字自动转换系统，用技术辅助两岸文字的沟通。
利用计算机网络交流，两岸还存在着编码不一致的问题。
GB和 Big5两套编码系统的流畅转换，需要达成技术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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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梳理了台湾语言文字政策措施之沿革，论述了2008年以来台湾语言政策措施和语言热点问题。
全书分为四章。

第一章简略地介绍了台湾地理历史、行政区划和人口分布情况；扼要地回顾了60多年来台湾语言文字
政策沿革；依据台湾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语言使用情况数据对台湾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作了分析，反
映了台湾语言文字使用的最新状况，此外对两岸语言文字差异做了扼要分析。

第二章从文字标准、语音标准和其他标准三个方面对台湾语言文字标准进行了全面介绍，总结了台湾
语言文字标准的主要特点。
文中附有大量台湾语言文字标准截图，目的是让读者直观地了解台湾语言文字标准的基本情况。

第三章是全书重点部分。
从国语、汉字、华语文教学、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拼音和外语七个方面，梳理了1945年以来（汉字
部分涉及到20世纪初）台湾语言文字政策措施的沿革，重点论述了2008年以来上述七个方面的政策措
施及特点。

第四章围绕近些年来台湾语文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分别对台湾的简繁汉字问题、识正书简、
汉字文化节、汉字申遗、台湾书院、高中语文课纲和“台湾正名”活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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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台湾语言政策，在第三章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本节主要是从宏观上扼要地叙述台湾语言文字政策的
沿革。
1.国民党时期的语言政策国民党时期的语言政策主要围绕国语的推行而展开。
抗战胜利后，为排除日语在台湾的势力，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大力推行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国语。
并于1946年4月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根据当时台湾的情况，制定了&ldquo;台湾省国语运动纲
领&rdquo;六条。
其核心思想是刷清日语影响，从方言到学习国语，由&ldquo;孔子白&rdquo;过渡到国音。
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加重视国语推行工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推行国语的政
策，影响较大的有：1949年，台湾省政府颁布&ldquo;非常时期教育纲领实施办法&rdquo;；1956年，台
湾省教育厅关于&ldquo;各中等学校谈话应尽量讲国语，避免用方言&rdquo;的通知；1966年，台湾省
政府颁布&ldquo;各县市政府各级学校加强推行国语&rdquo;的计划；1973年1月，台教育主管部门公
布&ldquo;国语推行办法&rdquo;；1973年出台《台湾省各县山地乡国语推行办法》；1975年，
台&ldquo;行政院&rdquo;通过了&ldquo;广播电视法&rdquo;等。
这些文件和通知对推行、使用国语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1986年，台湾开始进行&ldquo;政治革新&rdquo;；1987年，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随着台湾&ldquo;本
土化&rdquo;意识为动力的民主化浪潮的高涨，&ldquo;本土语言&rdquo;教育也正式提上台面。
面对部分县市推行&ldquo;本土语言&rdquo;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起初还是坚持国语教育政策，但允许
课外学习方言。
1990年台教育主管部门函复台湾省部分县市推行&ldquo;本土语言&rdquo;教育的说明指出：&ldquo;至
于现有之语言教学政策，经目前正进行修订国小课程标准之总纲修订小组审慎研议结果，认为在国民
教育阶段，应以建立国民之文化与语言为首要。
国小教师应使用国语教学，有兴趣研修各地方言之学生，可利用课外时间学习。
&rdquo;1993年国语政策开始变化，允许学校进行&ldquo;母语&rdquo;教育，1993年4月台教育主管部门
宣布&ldquo;今后将&lsquo;母语&rsquo;教育列入中小学正式教学活动范畴，在不妨碍推动国语的前提
下，让中小学依兴趣及需要，以选修方式学习闽南语及客家语&rdquo;；1994年8月通过的&ldquo;国小
乡土教育活动课程标准&rdquo;，进一步予以明确规定；1996年&ldquo;正式将&lsquo;母语&rsquo;教育
纳入课程&rdquo;。
2.国民党时期的汉字政策国民党时期虽然主要使用繁体字，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简繁之争一直比
较激烈，曾经进行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几经反复。
汉字经历过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字形演变，总的发展趋
势是逐渐简化。
出于结构整齐和表意简明的需要，有时也有繁化的现象。
真正的汉字简化运动开始于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四次大会，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
笔画案》，提案获得通过，并组织了汉字省体委员会。
从1927年到1934年，热心简化字运动的文字工作者在报纸发表过不少提倡简化字的文章，并写了不少
专书，如《简字标准字表》、《简化字谱》等。
在文化界人士及报刊带头使用、推行简化字后，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公布了&ldquo;第一批
简体字表（324字）。
但是，立刻遭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的极力反对，结果，到1936年2月，国民政府就下了一道&ldquo;
不必推行&rdquo;的命令，停止以政府的名义支持简化字的推行。
在民间，简化字是不推而行，先后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常用简字表》（3150字）等。
国民党退台后，又多次发生汉字简繁之争。
1951年，省参议员马有岳提请省政府颁制常用简易汉字，限制使用奥僻文字，以利人民辨认，提案经
大会决议通过。
但1953年3月，台湾省政府奉教育主管部门令禁止各校学生写简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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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ldquo;考试院&rdquo;副院长罗家伦就中国文字简化问题发表讲话，认为中国文字必须保存
；但欲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中国文字，使广大民众易于学习。
1954年2月，&ldquo;立法委员&rdquo;廖维藩因不满罗家伦的简体字主张，拟定提案，案由是&ldquo;为
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以固国本案&rdquo;
。
提案在&ldquo;立法院&rdquo;引起热烈讨论。
最后，&ldquo;立法院&rdquo;决议把这个问题交教育、内政、法制三个委员会审查。
5月，三个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报告了这三个委员会收到的各界人士对简化文字的书面意见。
最后50年代的这场讨论无疾而终。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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